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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医学人文思政教育在新医科背景下的实践路径思考
门香宇

齐鲁医药学院，山东 淄博  255300

摘      要  ：   医学人文精神是推动医学发展的关键力量。新医科建设理念强调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注

重提升医学人才的人文素质。高校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应注重开展人文思政教育，推进新医科建设，采取多元化教学手

段，通过多样化实施途径，切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基于此，本文针对新医科背景下高校医学人文思政教育路径展开

研究，分析了新医科背景下高校医学人文思政教育的实施意义，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旨在为新医科背景下高校医

学人文思政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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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edical humanistic spirit is a key forc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The concept of new 

medical sciences emphasi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talents, and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medical tal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arrying out humanistic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cine science, adopting var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rough diversified implementation 

channels in cultivation of talen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medical 

human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ine,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significance of medical human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in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in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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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学生是国家健康建设的新生力量，肩负着继承与建设健康事业的重要责任。新医科不仅强调医学技术的精进与创新，更注重医学

人文精神的培育与传承。医学人文思政教育作为连接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的桥梁，对于培养具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医学人才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高校应注重在教学实践中渗透人文理念与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政素养 [1]。本文

旨在分析和思考高校医学人文思政教育在新医科背景下的实施意义，并探索相应的实践路径，以期为高校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

益的参考。

一、新医科背景下高校医学人文思政教育的实施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医学教育改革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是党和国家进一步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实质体现，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强

调了医德医风的重要性。新医科建设背景下，科学与人文领域以

及工程领域等交叉融合。新时代医学教育的发展，更强调医学教

育不仅要传授医学知识，更要注重医学与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医学

伦理道德的塑造与结合。医学人文思政教育的实施，正是对这一

基金项目：新医科背景下地方医学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建设研究（项目编号：M2021325）。



2024.19 | 055

要求的积极响应。加强高校的医学人文思政教育，可以引导医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社会责任感与使命

感，从而推动医学教育向更加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 [2]。

（二）有利于实现育才育人强国战略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新医科建设的实施，

加快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已成为当下现实需求。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与良好思政素养

的人才是为国育人育才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3]。在医学院校开展人

才思政教育，能够将人文教育融入思政课堂、专业课堂，促使教

育教学，牢固把握为国育人育才这一根本主线。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学校通过人文关怀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能够培养医学生的医

学伦理道德、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未来的医疗实践中，能够培养出以患者为中心、提供更高质量

的医疗服务的优秀医学人才，实现育才育人的目标 [4]。

（三）有利于促进课程交叉融合发展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曾指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

和最高尚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医学的崇高地位与医学教育的特

殊性 [5]。医学院校实施人文思政教育，能够促进医学与人文、社

科的交叉融合，拓展思政教育覆盖面，增强思政教育效果。通过

采取跨学科教育，学校能够拓宽医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人文思政教育的应用，为医学领域创新发

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交叉融合的教育模式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跨

学科思维与综合能力，让他们在未来医疗实践中能够有效应对复

杂多变的医疗环境 [6]。

二、新医科背景下高校医学人文思政教育路径

（一）完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人文思政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学生的影响是渐进的。

人文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医学人文思政教育应从刚进入医

学院校的“未来医生”入手，培养他们珍爱每一个生命的精神品

质。完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将人文教育贯穿于理论学习与临床

实践的全过程，可以切实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水平与综合技能 [7]。

首先，良好的医学人文环境是医学人文建设的第一步。医学人文

环境的营造作为医学人文思政教育的重要基础，应当被加以重

视。学校应注重将人文思政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宣传、文化建设等

工作，比如举办医学人文讲座、组织医学人文校园活动、开展医

学伦理讨论等，营造浓郁医学人文氛围，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医学人文熏陶。齐鲁医药学院成立爱老敬老服务队并与医

学志愿服务与医学人文教育交叉融合，收获了良好的效果 [8]。其

次，明确医学人文思政教育目标 [9]。医学人文思政教育目标应明

确具体，包括培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使其能够理解患者的需求

与期望，为每个患者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促使学生树立以患者

为中心理念，关注患者的整体健康，将患者放在医疗决策的中心

地位；培养学生良好的沟通技巧，能够倾听解答患者疑惑、有效

传递医学信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培养学生自我反思能力，

注重不断反思自身行为，提升个人医学素养。完善医学人文思政

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应建设科学完善的人文思政教育课程体系，

理论课程方面的内容应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

学、医学法学等多个方面，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医学人文知识体

系。在实践课程方面，注重设置志愿服务、社区医疗、医学人文

等课程活动。邀请医学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优秀医生等进校园

开展讲座、座谈等活动，朱明等人采用将医学人文精神隐性地传

递给医学生的方式 [10]，如采用以微博短文、朋友圈、微电影、微

公益等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体系进行了课上课下、线上线下全过

程的建立和完善。

（二）挖掘医学人文思政元素，构建课程思政课堂

在新医科建设背景下，教师应注重挖掘课程中的人文思政元

素，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构建出全方位、多维度的人文思政课

堂，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感。首先，打造医学人

文思政教育精品课程，注重医学人文思政教育质量提升。学校应

建设一批医学人文思政教育精品课程，紧密结合医学实际，深入

挖掘医学人文内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把握好知识传授与

人文教育的关系，强调各个专业课程的协同效应 [11]。比如教师

可结合《流行病学》等多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协同开展人文思政

教育，增强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采取多样化教学手段，如案例教

学、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对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定期评估

和改进，确保医学人文思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其次，推动医学

人文精神融入医学课程。教师应将医学人文精神融入医学课程的

各个方面，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让学生在学

习医学知识的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医学的人文内涵。例如在解

剖学课程中，教师可引入对遗体捐献者的尊重和感激之情；在病

理学课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探讨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医学

伦理的考量，促使医学人文精神得以在医学课程中得以传承和弘

扬 [12]。例如在病历书写训练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聆听患者的心

声，体验患者的疾病，尽量将医学话术转变为患者的日常生活语

言，多尝试站在患者视角思考问题。同时引导学生在进入医院接

触患者阶段就要对患者的所思所感感同深受，不能作为局外人去

审视和抱以冷漠的态度，可以让学生扮演患者进行 PBL等活动，

尝试用文学性语言描述疾病经历，以锻炼学生叙事推理与情感能

力的同时增强学习兴趣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增强医学生职业认同

和情感归属是每一个医学生在进入医学院校内四年或五年的时间

里一直在完善的事情，教师陪同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更应该关注学

生职业认同与情感归属的发展情况，丘国新等 [13]指出，在医学

实践教学中强化患者的需求导向是十分必要的，应促进带教师资

培训等阶段教师的示范作用以及辐射作用，真正注重将学生培养

为具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和良好人文素养的高等医学人才。学

生的亲身感受有助于合格医学生和具有人文精神的未来医生的

培养。

（三）拓展医学人文教育途径，建设教育实践基地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医学人文思政教育应开展实践教育，通

过建设教育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引导学生在

做中学、学中做，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他们对医学人文的理解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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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首先，拓展实践教育途径。比如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医疗

卫生志愿服务，社区健康宣教、农村医疗援助、公共卫生应急响

应等，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体验医学的人文关怀，

增强对患者的同理心和服务意识 [14]。近些年，很多地方单位已

将医学人文纳入招聘考试内容，着重考查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和

职业道德观念，提高医学人文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引导学生更加

重视医学人文的学习与实践。组织人体生命馆致敬大体老师和宣

誓活动，让学生了解人体解剖结构、生长发育过程等，引导医学

生尊重生命、珍视健康，增强学生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另外，

通过与医疗机构、养老院、社区服务中心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

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医学人文教育实践基地。红色文化和红医文

化是中国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可通过红色、红医文化

基地，为学生展示革命历史、医学先驱的事迹和贡献，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历史文化教育资源，引导医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

医精神，激发学生为医学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动力。中国医科大学

韩爽等通过中医古籍的方式，让学生感受作风优良的红色精神和

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红医精神 [15]。吉林大学调查研究显示鼓励学

生进行正向沟通和反馈有助于医学人文关怀能力中耐力品质的形

成 [16]。学校可利用社会资源，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有效

拓展人文教育途径，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塑造医学人文

精神。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医科建设为高校医学人文思政教育指明了方

向。高校应注重完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充分挖掘医学课程思政

元素，拓展医学人文教育途径，积极探究并实践有效解决路径，

不断加强高校医学人文思政教育，为培养更多具有高尚医德、精

湛医术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推动医学教育事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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